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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对“新商科”人才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数据分析课程作为“新商

科”背景下高校的热门课程,融合了多门学科(商科、统计学和计算机学),着重培养学生数据分析的思维

与实践能力。本文探讨了该课程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择标准,以及筛选案例背后数据集所需要考虑的因

素。同时,提供了该课程案例设计的一般化流程,供授课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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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skills and qualities of "New Business" 

talents. As a popular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Business", the course of 

business data analysis integrates multiple disciplines (business, statis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cases in cas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and the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selecting data sets behind cases. 

Meanwhile, the general process of case design of the course is provided for teacher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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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新商科”教学理念逐渐

渗透到高校商科类人才培育的方案中。越来越多的高校商学院

开始建设商业数据分析类的课程,培养相应的人才,来应对社会

经济的变革。案例教学作为商科重要的教学手段,也是商务数据

分析课程授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传统的商业案例库虽然丰富,

但多数并不具有数据分析的基础,比如数据的样本少、变量少以

及分析任务不明确等问题。同时此课程案例设计的一般化流程

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亟待探讨和梳理。 

1 “新商科”下商业数据分析课程 

1.1“新商科”的人才培养。2019年“新商科：概念、内涵

与实现路径”研讨会暨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首次系统地对比了传统商科与新商科的不同点[1]。不

同于传统商科的服务形态偏向于工业经济,“新商科”服务的经

济形态是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数字

经济呈现出四个主要特征,即规模经济、技术驱动、生态化发展、

动态治理[2]。数字经济对于人才的技能和素质要求,相对工业经

济更高。所以,“新商科”人才培养应在传统商科培养的知识和

能力的基础上,增加新技术和新思维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从而构

建“商科+技术+思维”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体系[3]。所以,高校教

学需要打破学科边界、融合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优势、加强

案例教学占比,加大校企协同,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满足行业需求的复合型商业人才[4]。 

1.2商业数据分析课程。“新商科”下的商业数据分析类的

课程属于多学科交叉课程(商科、统计学和计算机学三个学科),

授课内容涵盖了编程语言、数据处理、建模以及商业案例写作

等知识,着重培养学生数据分析的思维与实践能力。这门课程宜

设置为一门平台课,授课对象适用于商学院各系。 

随着数字经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对于数据分析的迫

切需求,这门课在高校越来越受欢迎。通过这门课程的接触,商

科学生可以扩大就业面,满足企业对于商业分析师(Business 

Analyst)、数据分析师(Data Analyst)、行业研究员(Industry 

Researcher)等职位的需求。 

2 课程案例的选择 

2.1课程案例的选择标准。192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成立商业

研究处,雇佣了一批学者进入商业实践领域收集和写作工商管

理案例[5]。这不仅保证了哈佛大学商业教育拥有充足的案例来

源,也巩固了其作为案例教学倡导者的地位。经过数十年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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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案例教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作为案例教学的支撑材料,案例(Cases)是为了满足教学目

的,围绕着一个或几个问题,以事实为素材而编写的对于客观请

假的描述[6]。考虑案例具有的一般特点,商业数据分析课程的案

例选择与设计应突出以下： 

(1)真实性。案例取材于商业或企业遇到的真实问题,不是

授课教师凭个人知识和经验杜撰出来的问题。案例要尽可能得

包含背景、问题以及相关的企业和行业诉求。同时案例需要附

带一定的名词解释和相关的学术资料,来弥补学生的知识不足

的情况。(2)典型性。案例符合常见的商业类别,具有一定的商

业理论支撑。传统商业案例被划分成更细的类别。例如,哈佛商

学院的案例库[7]的类别：会计、商务和政府关系、商业道德、

经济学、企业与创业、金融与财务、综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科技、国际商务、市场营销、谈判、运营管理、组织行为

学、销售等。在设计商务数据分析课程的案例时,也需要考虑类

别,避免属于边缘、小众的商业问题。(3)数据可得性。案例需

附有一定的数据集,包括数据集描述、数据集的授权使用证书。

如果没有数据集或者数据集不全,就会造成数据分析任务无法

开展,更不会有后续的工作。同时,需要注意数据集获取手段是

否符合当地的法律,以及数据集的使用证书是否对数据集的用

途有所限制。 

2.2案例数据集的选择标准。数据集对于案例设计非常重要,

获取数据集的方式和来源也很多。部分高校、开源数据科学社

区、商业咨询机构等提供了较多开源易用的数据集,例如： 

(1)Kaggle是全球最大的数据科学社区,提供了数据科学相

关的竞赛和数据集[8]。很多著名企业,例如,在Kaggle平台上发布

企业的数据和商业需求,并附带奖金。众多数据科学爱好者在网站

上提交自己的解决方案,已赢取排名和奖金。此外,个人用户也可

以上传和公开自己的数据集,开放给其他用户使用。这种竞争、开

放和分享的氛围,让Kaggle在数据科学领域具有良好的口碑。

(2)UCI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机

器学习与智能系统中心提供的一个开放数据集[9]。目前维护了

600个数据集,覆盖了生命科学、心理学、计算机/软件工程、社

会学、商业等领域。(3)DataShop@CMU是CMU提供的专门为学生

和教育软件提供交互的数据集存储库[10]。(4)data.world提供

了现代数据堆栈的企业数据目录[11]。它提供云原生SaaS平台,

让数据分析师利用知识图谱使数据发现、治理和分析变得简单。 

在判断数据集背后的领域是否属于商业领域后,需要进一

步对得到的数据集进行筛选。筛选所考虑的因素有： 

(1)任务类型：数据分析的任务类型,从数据科学的模型角

度来看,主要分为有监督任务和无监督任务,有监督任务主要分

为分类和回归,而无监督任务主要为聚类任务。(2)数据集大小：

数据集的存储大小往往代表了计算资源的要求,分析任务的难

度。在目前常规的数据分析任务中,往往需要把数据集一次性加

载到内存中。如果数据集过大,就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例如

Hadoop和各类数据库软件。而这个已经超越了商务数据分析这

门课程的教学范围。基于主流个人电脑内存大小,将数据集的存

储大小分为3类：在<10MB下为小数据集；10MB-1GB为中型数据

集；在1GB以上为大型数据集。(3)样本量：指所收集的样本数

量,它决定了数据集是否足够包含所研究对象的集合,应符合统

计学对于样本显著性的最低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到样本是否能

够划分可能(例如划分为实验集和对照集),所以暂不考虑样本

量在100以下的数据集。(4)特征数量：特征也称研究对象的属

性。特征数量的多少和数据分析任务的难度有很强的关联性。

当特征在10个以内时候,学生可以逐个考察特征的统计特性(例

如均值、标准差和正态性)。当超过10个特征时候,就需要批量

的去处理特征,并且在模型的解释性上面临挑战。 

表1 部分案例数据集的选择标准参考 

序

号
中文标题 来源

任务类型(分类、预

测、聚类、其他)

数据集

大小
样本量

特征

数量

主要变量

类型

1 波士顿房屋价格预测 Kaggle 回归 100 kB <1K 14 数值型

2
埃姆斯市房屋价格预

测
Kaggle 回归 1MB 3K 79

数值型+

字符型

3 Elo 商户类别推荐 Kaggle 回归 12MB >300K 3 数值型

4 银行客户签约预测 Kaggle 分类 5.8MB <50K 20
数值型+

字符型

5
奥托集团产品分类挑

战
Kaggle 分类 40MB >100K 94 数值型

6
Quora不真诚的问题

分类
Kaggle 分类 159MB >1000K 1 字符型

7 房屋信用违约风险 Kaggle 分类 192MB >300K 122
数值型+

字符型

8
桑坦德银行客户交易

预测
Kaggle 分类 606MB >200K 201 数值型

10
预测零售商店产品的

销售额
Kaggle 回归 125MB >1M 5

数值型+

字符型

11
泰国化妆品零售商脸

书评论数据

UCI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聚类 366KB >7K 11 数值型

 

根据以上因素,本文提供了部分案例数据集作为参考。 

3 案例的设计流程 

3.1背景介绍。案例的背景介绍描述了案例所属行业的发展

状况(市场规模)、行业的主要特点、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竞争格

局)、商业的模式、消费者群体特点、消费场景等。设计这个部

分过程中可参考商业咨询机构的调研报告。 

3.2研究问题。(1)描述案例研究的商业问题,同时阐述研究

目的是什么。(2)明确案例所考察的核心变量,例如商业变量、经

济水平变量、地理数据等,以及是否使用代理变量。(3)针对变

量的数据类型的不同,划分为字符型和数值型变量。(4)同时需

要考虑企业成本问题,以最小化企业的成本为导向。 

3.3数据采集与处理。(1)数据的采集方面,介绍和使用网络

数据采集软件,来抓取网站上的数据。市面上的网络数据采集软

件很多,国内有八爪鱼,国外有Uipath Studio等。(2)标注获取

数据的来源、明确获取的数据内容、制定数据筛选的规则。(3)

在案例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对于结构化数据集的存储和读取,

例如读取和存储CSV和XLS格式的文件。(4)数据预处理,也称数

据清洗,它是在我们开始分析数据和建模前,对获得数据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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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和解决的过程。它主要包括对于数据中存

在的重复问题,缺失问题,以及异常值(outliers)问题等进行剔

除、填补和修正等方法。(5)考虑数据的分布特性,如果数据样

本的某一属性在之后模型使用中有正态分布要求,那么需要做

对数处理。如果是时间序列可以做差分处理。(6)编码变量也是

一个必要的部分,数据集的部分特征(属性)往往属于字符型,就

需要建立一个映射表,将字符型变量映射为数值型变量,例如,

整数编码。(7)数据的标准化对于某些模型,比如神经网络这类

对输入敏感的模型是必须的。标准化处理包含归一化,最小最大

值标准化,均值标准差标准化等。 

3.4描述性统计方法。常用的描述性统计方法有最小值、最

大值、均值、中位数、方差、标准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通

过绘制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箱线图、散点图以及热力

图,来观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正相关、负相关

还是不明显相关)。 

3.5数据集的划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是统计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当考虑因果效应时,

对于实验样本设置处理组和对照组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们主要

用来消除因为抽样的非随机性造成研究过程中的偏差。在数据

科学领域中,一般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training sets)和测

试集(test sets),前者负责模型的训练任务,后者用来评价模

型的表现。两者的划分比例按照经验,可以设置为0.8:0.2。 

3.6模型的建立。商业数据分析的模型主要使用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计量等应用统计学科的模型,负责完成回归、预测、

分类、聚类等任务。 

(1)聚类(Clustering)是一种无监督的学习模型,它将相似的

对象归到同一个簇中。簇内的对象越相似,聚类的效果越好。聚类

有时候也被称为无监督分类(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2)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包括一元和多元线性回归,它

考察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关系。因为拥有

良好的解释性,它被广泛应用在各个社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

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需要定量分析的任务中。通过统计

学的假设检验,考察回归解释变量的P值是否显著,将不显著的

变量剔除出回归方程。(3)决策树(Decision Tree)作为一种常

见的分类模型,用来解决目标变量是非连续型变量。在构建决策

树的过程中,通常采用信息熵来作为决策规则。(4)人工神经网

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又称多层感知机,通过输入数

据集的训练样本,训练得到一个映射函数 ,其中

是输入自变量的维度, 是输出因变量的维度。该近似函数可

以是非线性的,既可以用于回归也可以用于分类。神经网络模型

的优点：第一,能够学习数据集中的非线性关系；第二,能够进

行增量学习,即基于部分新的样本,在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而不需要基于全部的数据集。(5)时间序列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模型主要针对时间序列的一些特性,例如趋势、季节

性周期和随机性,进行回归和预测的任务。它包含一些系列模型,

例如自回归模型(AR)、滑动平均模型(MA)、自回归滑动模型

(ARMA)、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GARCH)。 

3.7报告的撰写。在商业数据分析的报告撰写,往往并不是

单纯按照上述流程进行撰写。案例的受众往往更关住问题的描

述、过程的分析和结论。所以,需要重点描述以下部分,见图1。 

 

图1 案例报告撰写的主要流程 

在案例撰写的结论部分,一般的需要给出建议方案,同时突

出设计方案的优点,以及不足与待改进之处。如果因为商业机密,

无法获取部分企业的真实数据,模型简化了一部分处理,或者是

存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一定要在结论的位置阐述清楚。 

4 结论 

商业数据分析课程作为“新商科”背景下高校的热门课程,

融合了多门学科的知识,对于学生的要求偏向实践性和应用性。

本文通过探讨该课程案例的选择标准和数据集的筛选考虑因素

帮助授课教师筛选课程案例和相关数据集,同时,提供此课程案

例设计的一般化流程,供授课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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